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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銀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4年第 1次臨時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4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0 時 

地點：本行主大樓Α606 會議室 

主席：朱副總裁美麗 紀錄：林雨萱 

出席人員：陳委員曼麗、周委員愫嫻、林委員承宇、陶委員慧恆、林

委員慰宗、林委員吉甫、盧委員正智、謝委員人俊、曹委

員體仁、梁委員建菁、郭委員淑蕙、楊委員淑媛、張委員

淑惠、謝委員佳雯 

列席人員：劉主任耀中、李科長怡靜、孔副科長令芸、羅專員久峯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報告事項第一案 

案 由：113年本行年報新增「中央銀行人力概況：職員性別統計」，

報請鑒察。 

說 明： 

（本行經濟研究處於會上報告；簡報資料如附件 1）。 

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

周委員愫嫻 

一、在繪製圖表時，為了預防未來黑白列印時難以辨識，建議趨勢

圖中不同性別可透過不同的圖示方式（如方塊、虛線等）來區

分，以提升辨識度。 

二、由於圖表中的數據多以百分比呈現，建議可加註樣本數（例如 N=

多少）。 

三、圖表上所使用的用語為「比率」，惟應為「比例」。 

四、若從本行 20 至 39 歲職員中，男性與女性人數比例的變化趨勢

來看，交叉點大約出現在 112 年。因此可預期，到了 122 年左



 2 

右，男性主管的比例將會開始上升，也就是說，大約 10年後，

男性在主管職位上的人數將逐漸超過女性。 

決  議：洽悉。 

報告事項第二案 

案 由：本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5 至 118 年）草案相關事宜，報

請鑒察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行政院秘書長114年5月12日檢送「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

推動計畫（115至118年）編審及推動作業注意事項」及「性別

平等重要議題（院層級議題）（115-118年）（草案）」各1份，

請各部會研訂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5至118年），辦理相關工

作如下： 

（一）院層級議題：該院以「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

等」、「建立性別友善職場與提升女性經濟力」、「消除

性別刻板印象、偏見與歧視」、「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

性別平等」及「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及科技創新」

等5項議題為115至118年推動重點，請各議題所列辦理機

關，研擬相應之具體作法與績效指標，並於本年6月15日

前函送該院（性別平等處）。 

（二）部會層級議題：請各部會就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所涉推動策

略，研議3至6項議題納入推動計畫辦理；行政院性別平等

處114年5月23日以電子郵件建議本行2項部會層級議題如

下： 

1、研析國際央行推動性別平等做法，公私協力向業務往來

單位推動性別意識培力。（相關單位：業務局、發行局、

外匯局、國庫局） 

2、貨幣/紀念幣印製女性代表圖樣。（相關單位：發行局） 

（三）請各部會於114年9月15日前將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函送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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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。 

二、前述院層級及部會層級議題，本行辦理情形如下：  

（一）院層級議題： 

1、本行列為辦理機關之院層級議題為「促進公私部門決策

參與之性別平等」1項，本行應於4年內（115至118年）

達成： 

（1）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率達40%之達成率為95%。 

（2）所屬委員會委員性別衡平性（男、女性委員人數相同

或差額1人）達成率為70%。 

2、本行已研擬該項議題之具體做法及績效指標，並於114年

5月29日函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。 

（二）部會層級議題：本行應研議部會層級議題3至6項，經簽奉

核准辦理如下： 

1、按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本行2項部會層級議題，請相關

單位（業務局、發行局、外匯局、國庫局）就與議題相

關之權責部分擬定績效指標（含期程及目標值）、策略、

具體做法。 

2、請金檢處及經研處擬具部會層級議題各1項。 

3、請上開單位依「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15

至118年) 編審及推動作業注意事項」所定格式撰寫，於

114年6月24日前送本室彙陳，俾於114年7月召開之本行

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討論。 

三、檢附： 

（一）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15至118年) 編審

及推動作業注意事項（附件2）。 

（二）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檢送之「中央銀行性別議題建議清單」

（附件3）。 

決  議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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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討論事項： 

案 由：114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項目本行辦理情形（112年 1

月至 113年 12月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為精進本行性別平等業務辦理情形，依114年3月26日本行性別

平等專案小組第50次會議決議，114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

核項目本行辦理情形（112年1月至113年12月）辦理外部學者

專家第3次書面審查，並俟審查完竣後，召開審查會議。 

二、茲前述外部學者專家書面審查，已於114年4-5月間辦理完竣，

書審意見分為4類： 

（一）其中3類說明如下，有2類辦理情形已修改如附件5所示： 

1、本行原已辦理。 

2、可部分參採，並修正辦理情形。 

3、皆已參採，並修正辦理情形。 

（二）第4類意見，經評估本行未來或可部分參採，將列入下次

會議討論。 

三、另其中考核指標三、(二)2.辦理性別分析報告之品質，請機關

依內部初審結果擇優排序性別分析報告。性別分析報告合計5

篇如下，併提請討論： 

（一）近年就業與薪資之性別差異分析。（113年；經研處） 

（二）不同擔保品座落縣市別之房貸性別資料分析。（113年；

金檢處） 

（三）疫情對台灣性別勞動情勢之衝擊分析。（112年；經研處） 

（四）對個人房貸不同性別之房貸情形分析：年收入差異之意

涵。（112年；金檢處） 

（五）票據交換業務個人支票存款戶之性別及年齡層票信狀況分

析。（113年；業務局） 

四、依「114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及獎勵

計畫」之考核期程，114年本行為書面考核，資料報送時間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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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6月1日至6月30日，將依限報送。 

五、檢附： 

（一）114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項目本行辦理情形外部學

者專家審查意見—本行相關單位回應說明（附件4）。 

（二）修正之114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項目本行辦理情形

表（附件5）。 

（三）114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項目本行原自評得分、本

行修正得分一覽表（附件6）。 

（四）佐證資料（提供電子檔）。 

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

林委員承宇 

一、審查人員 2 其實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：央行已經進行了

許多性別分析，但完成這些工作後，接下來的應用方向是什麼？

在取得這些資料之後，應進一步思考如何將其應用於央行性別

平等工作的主軸上。例如，本次考核完成的 5篇性別分析報告，

以及本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一案的報告，這些分析的成果，最終

仍應回到一個核心問題：我們做了這些性別分析，目的是什麼？

它們如何呼應央行實際的業務環境？這些資料與央行政策擬定

之間的關聯為何？ 

二、以本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一案的報告為例，央行已進行職員的人

力性別統計分析，接下來應思考這些資料對未來央行在性別議

題上的可能貢獻。儘管這些報告可能只是初步成果，但建議在

報告中加入說明，指出這些資料未來可能如何為央行的性平工

作提供參考或協助。這並不代表將來必須完全按照報告中的建

議去做，而是在報告中提出可能性，說明這未來在實務上可能

產生的影響。例如，這些分析是否能協助央行在制定匯率政策

或其他業務政策時，更加納入性別平等的觀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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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委員吉甫 

若從政策面來思考，或有存在切入的角度。例如，匯率政策與利率

政策，這 2 項政策本身就具有分配效果。以匯率政策而言，其變動

會對進口商與出口商產生不同影響，若能進一步分析出口產業、進

口產業中的女性就業比例，就能從性別角度切入，檢視政策效果是

否具有差異性。同樣地，利率政策對借款人與存款人也會產生分配

效果，此時便可以進一步探討，是女性存款較多還是借款較多，進

而分析其在政策下受到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。由此可見，確實有從

性別角度切入政策效果的可能性與方法。不過，目前央行在政策制

定中須關注的面向甚多，因此這類性別分析雖具切入角度，惟關注

順序不會排在很前面。 

林委員承宇 

一、央行本身的業務有其核心主體性，因此在性別平等這一塊，確

實可能不會被放在優先處理的位置，這也是我們業務上的現實

考量。 

二、然而，這並不表示我們對性平議題就完全不能有作為。舉例來

說，審查人員 3提到，央行一個很具代表性的亮點，就是與「女

性貨幣」有關的議題，是否能在紙鈔上印製女性人物。雖然這

並非央行單方面就能決定的事，背後牽涉到複雜的決策過程，

但我們仍希望讓外界知道，我們有這樣的想法與企圖。 

三、換言之，儘管性平可能不是我們當前業務的優先事項，我們仍

希望能提出貢獻，並讓審查人員了解我們的用心與觀點。誠如

撰寫論文一樣，或許寫完一篇文章改變不了社會什麼，但仍然

要清楚表達，這篇論文在學術上具有貢獻，重點是要讓審查人

員理解，我這樣的研究方向與理念，是有價值、有意義的。 

四、同樣地，關於性平指標的推動，央行也許無法決定是否真的能

讓某位女性人物出現在紙鈔上，例如像台灣第一位女性醫師蔡

阿信，她在醫療上的貢獻極為重大，也非常具有代表性，但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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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能否入選，並非由央行單方面決定。然而，我們仍應主動提

出候選人與想法，表達央行的立場是，不僅支持紙鈔上出現女

性人物，更願意提出具體候選人名單，儘管不一定被採納，但

央行希望讓審查委員看見，我們確實有這樣的思考與準備，實

際能否落實是一回事，在受評核的過程中是否能展現我們的亮

點，又是另一回事，而這 2者都非常重要，都應該被呈現出來。 

周委員愫嫻 

對於性平處提供的「中央銀行性別議題建議清單」中有關「貨幣/紀

念幣印製女性代表圖樣」之建議議題： 

一、目前我國紙鈔已有女性人物，例如千元大鈔圖案中已有女性，

並非如同性平處描述的「我國目前並無任何貨幣印有女性代表

圖像」。 

二、性平處提出目前亞洲國家貨幣印製女性圖像者包括日本、韓國、

英國；惟英國並非亞洲國家。 

三、觀察性平處舉出的 3 例，被選入紙鈔的女性多具非政治人物、

歷史久遠均已過世多年、多為早逝者等特徵，其歷史評價較不

易反轉，避免將來有需要更換紙鈔圖案的風險。因此在選擇女

性代表人物時，應審慎評估，避免政策淪為政治議題。 

陳員曼麗 

一、外部委員所提出的意見，可能僅係其個人觀點，央行可秉持有

責改之、無責加勉的原則來回應，在撰寫回應及修改辦理情形

時可再留意。 

二、過去曾提及未來可安排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的學生參訪央行，讓

學生實地了解央行在性別平等政策上的規劃與實踐。建議持續

推動此機制，無論是否已啟動或尚在籌劃中，都可作為對外溝

通性平政策的具體行動與教育機會。 

三、近期衛福部要求餐飲業人員調理即食食品時，手部不得同時或

接續接觸金錢，而部分國家已採用非紙本支付以因應此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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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在我國推動相關政策時，可能會對小型攤商產生挑戰，因

此建議央行未來可考慮展開相關研究，探討如何推動支付系統

的轉型，並納入性別角度進行分析。例如，不同性別在使用數

位工具的熟悉度與接受度是否存在差異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請性別分析報告辦理單位（業務局、金檢處、經研處），參考

經研處「近年就業與薪資之性別差異分析」報告（不含封面備

註之文字），修正所提報告之封面、摘要、目錄、參考文獻格

式。修正後，主席（朱副總裁）再召集本行內部單位討論排序。 

二、請外匯局補充考核項目「一、（三）各機關辦理國際交流情形」

新增之參加亞銀相關計畫之情形。 

三、請發行局補充考核項目之加分項目「9.辦理新臺幣鈔券無障礙

友善宣導活動」，加以敘明目標受眾，並於佐證資料補充「新

臺幣鈔券量鈔卡」。 


